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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卡子县

完成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确诊工作

加查县拉绥乡

深入虫草采挖点 “进帐篷”为民服务

山南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挂牌深耕文化沃土 添彩时代画卷
—山南市上半年文化工作扫描

图/文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措美县书写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彩“答卷”——

文 明 新 风 润 乡 村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桑日县

首批援藏消费帮扶产品走进岳阳

文 化 ，乃 民 族 之 精 髓 ，时 代 之 灵

魂。今年以来，山南市围绕文化强市

目标，推动创新发展、文化传承、文明

建设、公共服务、开放合作、队伍建设

走在全区前列，以文化繁荣和文明进

步推动文化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耕文艺创作沃土，精
品力作不断涌现

前不久，在为期一个月的全市曲

艺创作骨干培训中，山南市艺术团和

市群众艺术馆的 10 名骨干人才分别赴

浪卡子、洛扎、扎囊等地，开展涵盖声

乐 、基 本 功 、舞 蹈 等 多 方 面 的 培 训 工

作。在扎囊县的培训现场，在市艺术

团声乐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学员们对

各自的专业素养有了新的认识，并表

示将坚持向专业看齐，以更优质的文

艺活动为乡村振兴鼓与呼。

今年以来，山南市持续推进文艺

精 品 打 造 工 程 ，更 加 重 视 高 水 平 的

文 艺 人 才 培 养 ，文 艺 创 作 不 断 呈 现

出 蓬 勃 发 展 的 态 势 。 今 年 以 来 ，全

市 完 成 文 艺 作 品 创 作 61 部 ，其 中 包

括 歌 曲 15 首 、舞 蹈 33 个 、曲 艺 小 品 8

个以及表演唱 5 个，这些作品坚持以

人 民 为 中 心 ，深 入 挖 掘 当 地 的 文 化

资 源 ，充 分 展 示 了 山 南 市 独 特 的 艺

术魅力。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
彩，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

在狠抓文艺创作的同时，山南市

注重文化惠民活动的开展，着力满足

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山

南市先后举办“文化西藏·天上画卷”

“大美山河·趣游中国”等一系列文化

惠民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同时，各

级文艺团体还积极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深入农村、牧区、社区

等基层一线，为群众送去精彩的文艺

演出和实用的科技知识。截至目前，

全市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3200

余场次，惠及群众 12万人次。

全市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如火如荼

推进，其中，山南市文化艺术中心建设

项目总投资 1.39 亿元，已完成投资 1.1

亿元。全市基层文化设施得到进一步

完善，桑日县艺术团建设项目、贡嘎克

西乡、隆子县扎日乡、玉麦乡文化活动

站等建设项目全面开工，这些项目的

建设将为文化艺术事业提供更加完善

的硬件设施，有效丰富和满足基层群

众的文化生活。

非遗保护与传承并重，
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今年 6 月 5 日至 6 日，在山南市雅

江天街举办的 2024 年山南市“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中，山南传

统服饰与“雅鲁藏布”现代藏装以动态

展演、静态展示形式，呈现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创新转化的完美交汇，非遗

特色产品展销更是为非遗传承人与大

众之间搭建交流平台，为非遗产品销

售带来新思路。

山南市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

系列活动，让广大群众亲身体验传统

文化深厚底蕴的同时，积极发挥传统

工艺项目的潜力，将非遗资源的优势

转 化 为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优 势 。 截 至 目

前，全市已有 39 家非遗工坊，累计带动

群众就业 900 人，实现增收 1370 万元，

人均增收达到 15200 元。这些非遗工

坊 不 仅 为 群 众 提 供 了 就 近 就 业 的 机

会，还让他们通过技艺创新实现了增

收致富、助力了乡村振兴。

走进桑耶寺乌孜大殿，壁画保护

工程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小心翼翼地清

理着壁画表面的污垢，用专业的技术

进行修复和保护。他们表示，这些壁

画是历史的见证，现在国家出资保护

和修缮这些历史文物，我们要用最专

业的手法和最负责的态度完成这项工

作，让珍贵的文物留存更久。

山南市注重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加 大 对 文 物 安 全 监 管 平 台 的 巡 查 力

度，确保文物的安全无虞。截至目前，

已开展巡查 1896 次，发现并及时处理

了多起安全隐患。同时，山南市积极

申报扎囊木雕等 4 家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以及

拉玉谐钦等 8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传习基地，为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发展

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和支持，推动非

遗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中焕发

新的生机和活力。

图为山南市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中，山南传统服饰展演与“雅鲁藏布”现代藏装动态展演。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摄

文明不仅是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也

是个人和社会在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

部分。近年来，山南市措美县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让新

时代文明宣讲入耳贴心、志愿服务温暖

人心、移风易俗处处顺心，不断推进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措美县通过“线上+线下”“入户+集

中”“文艺+宣讲”的形式，深入开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学 习 与 宣 传 ，让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在 基 层

落 地 生 根 。 同 时 ，措 美 县 组 织 文 化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队 深 入 15 个 村（社 区）开

展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寓教于乐地呈现党的方针政策及法律

法规，让宣讲“养眼入心”。进一步发

挥各级理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队与农

牧民骨干宣讲员作用，深入田间地头、

放牧点、施工现场，围绕党的二十大精

神、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5 周年宣讲提

纲 等 内 容 ，以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点 对

点、面对面、心贴心，以讲故事的方式

让 党 的 政 策 宣 传 面 越 来 越 广 泛 ，群 众

获知渠道越来越便捷。

措美县坚持把阵地建设作为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的基础性保障，

全面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4 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15 个。统筹利用文化活

动站、农家书屋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理

论宣讲、志愿服务、文化惠民、科技普

法、网络文明等系列活动。同时，充分

发挥新媒体作用，通过微信公众号、视

频号、抖音等平台，制作发布“烟头不落

地 城市更美丽”“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

城”“创建文明城市 从你我做起”“礼让

斑马线 安全文明出行”等公益广告，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村规民约、学

生守则，培养规矩意识、引导遵章守规，

破除封建迷信、改变陈规陋习、弘扬时

代新风，让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走进千

家万户。

措美县制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全年志愿服务活动计划，以“雷

锋日”“重阳节”“哲古牧人节”等节点为

契机，深入各乡（镇）、村（社区）、学校、

放牧点、易地扶贫搬迁点等，围绕理论

宣讲、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文艺、健康医

疗、孝老爱亲、环境美化、青少年教育等

方 面 开 展 各 类 宣 讲 及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挖 掘 创 新 典 型 案 例 ，总 结 推 广 实 践 经

验。积极打造黑帐篷里的红色宣讲队、

哲古社区垃圾积分兑换、卓德村“码上

行动+码上治理”、“小积分”撬动“大治

理”等特色品牌，全面提升工作影响力，

切实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成为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阵地、新平台。

措 美 县 深 化 群 众 性 精 神 文 明“ 五

大 创 建 ”，积 极 推 荐 申 报“ 文 明 村 镇 ”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新时代好少

年”“中国好人榜”等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看得见、学得

到、评得上”的先进人物，先后在“学习

强国”“微山南官方”“网信措美”等平

台推出“哲古秋天里的那一抹红”“守

望相助·开出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巴

桑欧珠：守护哲古草原的美”等一大批

在脱贫攻坚、民族团结、党建引领等方

面涌现出的典型模范人物。通过持续

讲好感人故事、广泛树立先进典型、引

导 群 众 见 贤 思 齐 等 方 式 ，让 措 美 县 广

大群众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

宽容的文明风尚。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山南市妇幼保健院举行中医科挂

牌仪式，开启了本市具有妇幼特色的

中医诊疗服务。

据了解，山南市妇幼保健院中医

科是集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养

生为一体的中医特色科室，将每一项

中医适宜技术贯穿于青春期、孕前、

孕期、产后、更年期等妇女的一生，以

及儿童整个成长过程，并开展个性化

健康指导，提供中药辨证处方、针刺、

艾灸、贴敷、拔罐、刮痧、埋线等中医

特色的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全方位

治疗服务，为市民提供更加系统化、

专业化的中医诊疗服务，更好地满足

广大群众的健康保健需求。

山南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主任

其米拉珍表示，山南市卫健委将全力

支持中医科的发展，在政策上给予引

导、资源上给予倾斜，帮助妇幼保健院

成长壮大。同时，山南市妇幼保健院

也将积极探索创新，加强内部科室协

作，强化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药相融

合，为群众提供更具特色的医疗服务。

本报浪卡子电（记者 丹增平措）

近 日 ，在 山 南 市 卫 健 委 的 统 一 安 排

下，安徽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组成援藏医疗

专家队赴浪卡子县，针对 2024 年城乡

居民健康体检过程中初步筛查出的

疑似先心病患儿开展筛查确诊活动。

据了解，专家们用扎实的专业技

术、严谨的工作作风通过心脏听诊、

血 氧 饱 和 度 监 测 、查 体 查 看 有 无 异

常、彩超等方式，耐心细致地为每位

儿童进行先心病筛查。同时，与家长

沟通了解孩子们的既往病史和生长

发育情况，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

家长和相关部门。

据统计，此次筛查共对 131名疑似

先心病患儿开展了筛查核实，确诊 5

名，同时还对 2024 年接受治疗的 4 名

先心病患儿进行复查，了解患儿的病

情、身体状况。下一步，浪卡子县卫生

健康委还将按照专家组的反馈，统一

组织确诊患儿前往救治地进行治疗。

本报桑日电（记者 丹增平措）日

前，桑日县举行岳阳市对口消费帮扶

桑日县首批农畜产品出发仪式，将价

值 100 多万元的 3800 份农畜产品组合

套餐销往湖南省岳阳市，标志着桑日

县援藏助力乡村振兴从“造血”到“活

血”再上新台阶。

据介绍，今年以来，桑日县以岳

阳 市 第 十 批 援 藏 工 作 组 为“ 纽 带 ”，

积 极 对 接 岳 阳 市 总 工 会 、岳 阳 市 供

销联社等单位，通过政府引导、企业

牵 头 、集 中 采 购 、集 中 运 输 等 方 式 ，

制定桑日县特色农畜产品订购政策

标 准 ，开 展 特 色 产 品 生 产 、加 工 、经

营 项 目 两 地 合 作 ，走“ 藏 品 入 湘 、藏

品兴藏”新发展路子，以特色农畜产

品销售持续激发全县乡村产业振兴

“活血”功能。

据悉，近年来，桑日县委深入实

施“农牧稳县”战略，持续加大特色产

业发展，打造了仁青岗菜籽油、扎巴

村藏鸡蛋、里龙村藏香等一批具有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农畜产品品牌。桑

日县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扶上马再

送一程”的理念，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着力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

费需求，持续开展多形式多系列促销

展 销 活 动 ，借 助 各 级 各 类 物 资 交 流

会、农特产品推介会等活动，2023 年

全县 43 个村（社区）163 个村集体经济

项目总收入 2140.13 万元，村均收入

49.7万元。

近日，桑日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组织 22 名退休干部赴无锡、杭州开展为

期 15 天的健康疗养活动。为开展好退休干部健康疗养活动，桑日县委组织部

（老干部局）对健康体检、疗养行程等每个环节做到严格把关，广泛征求老干部

本人及家属意见建议，确保让老干部们度过愉快舒心的健康疗养时光。

图为参加疗养活动的退休干部们练习养身操。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本报加查电（记者 丹增平措）加

查县拉绥乡正值虫草采挖期，日前，

拉绥乡党委、政府深入吉隆囊沟、泽

姆沟、赞多、麦唐、美多塘等虫草采挖

点，开展惠民政策、法律法规、安全防

范宣讲和为民服务活动。

在虫草采挖点，拉绥乡政府联合

县委统战部、县妇联、县环保局围绕

“安全、环保、团结”为主题的多部门

联合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事例

案例的方式，宣讲《加查县冬虫夏草

采集管理实施细则》等与农牧民群众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规，重点引导

和教育群众要知法、懂法、守法。同

时，发放群众在虫草采挖点所需的生

活物资，包括背包 30 个、小布包（手提

包）400 个、麻袋 1000 个、雨伞 100 个、

车衣 100 个等。同时，拉绥乡组织虫

草采挖期间在家留守老人集中在村

委会做面饼，并且所做面饼按照市场

价每个 2 元进行全部收购，免费发放

给采挖虫草的群众。

图为国家级非遗卡卓扎西宾顿巴藏戏曲目《雪阿加拉姆》演出现场。


